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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附红细胞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

陶小润王显军孙桐崔嵩郑大明 李忠冯开军胡滨 苏军英 ．．

胁『 f、
【摘要】 目的 了解山东省附红细胞体(附红体)的感染情况。方法用血涂片、镜检的方法检

铡山东省7个地区的不同人群776人，家畜198只，野鼠114只。结果全省人群附红体总感染率为

7．3％．不同地区的感染率差异有非常显著性(P<O 01)。比较男女两组之间的感染率差异无显著性

(f=0．436，P>0、05)。年龄组比较，青壮年感染率明显高于少年组和老年组(P<0 05)。在各种职

业人群中．屠宰工的附红体感染率明显高于农民、小学生及城镇居民(P<0．叭)。附红体感染率与人

体健康状况有关，患有肝炎、糖屎病、关节炎等慢性疾病的人群感染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(Y2=4．375，

P<0．05)。羊的附红体感染率为15 6％，牛的感染率为3 2％，鼠的感染率为零。感染强度大部分为

低度。结论首次证明山东省人畜间广泛存在附红体感染。

【关键词】附红细胞体；附红细胞体病；感染率；流行病学嗣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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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红细胞体病(附红体病)是由附红细胞体(附

红体)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病。自1928年SchilIi嫂

等首次在啮齿类动物中查到附红体，以后相继在其

他动物中也都证实有本病的存在⋯。迄今为止，已

发现并命名的附红体有14种，报道家畜和动物中有

附红体感染的国家和地区达30多个【2’3j。1986年

Punt血c等【4o首次正式描述了人类的附红体病。我

国于1981年由晋希民首次报道在家兔中发现此

病∞·，以后相继在内蒙古、江苏、河北、广东等地报

道了人畜间的附红体感染L6’“，由于附红体病在我

国分布范围广、人畜感染率高、危害性大，而山东省

无该病的报道，为此，我们自1999～2000年用两年

的时间，首次对山东省附红体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

查。

作者单位：250014济南，山东省卫生防疫站自然痉探病科

材料与方法

·359·

·论著·

1调查对象：选择山东省7个不同的地区，东部

青州，南部沂水，中部宁阳、东平和济南，北部垦利，

西部郓城作为调查点，对其不同年龄、不同性别、不

同职业、不同健康状况的776人进行附红体感染调

查，年龄最小的l岁，最大的94岁。调查羊、牛、鼠

共312只。

2调查方法：涂片染色，从人和动物静脉取血，

滴于载玻片上，按常规方法制片、固定、瑞氏染色、镜

检。

3结果判定：在光学显微镜l 000倍油镜下，观

察全血片发现红细胞表面及血浆中有附红体存在即

判定为阳性。参照有关文献提出的附红体感染强度

划分法，分为轻、中、重度三级，平均100个红细胞中

有30个以下被附红体寄生者定为轻度，30～60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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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细胞被寄生者定为中度，60个以上者为重度。

结 果

1人群附红体感染调查：

(1)不同地区人群感染率的调查见表1。从6

个县(市)的调查结果看，郓城的人群感染率最高，不

同地区的人群感染率差异有显著性(P<0．05)。

表l 山东省不同地区人群附红体感染率调查

(2)性别与感染的关系：本次调查的776人中，

男性403人，阳性32例，阳性率为7．9％；女性373

人，阳性25例．阳性率为6．7％。不同性别的感染率

差异无显著性(12=O．436，P>O．05)。

(3)年龄与感染的关系：调查显示20～岁年龄

组附红体感染率最高(表2)，40～岁年龄组次之，两

组问差异无显著性(T2=2．11l，P>0．05)；0～岁年

龄组和60～岁年龄组感染率较低，两组间差异亦无

显著性(，=o．046，P>0．05)；而20～岁组与o～岁

组、60一岁组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(P<O 01)；40～

岁组与60～岁组差异有显著性(P<0．05)，40～岁

组与0～岁组差异有非常显著性(f=7 450，P<

0 01)。

表2 不同年龄组人群与附红体感染的关系

(4)职业与感染的关系：从表3可以看出，屠宰

工的附红体感染率最高，与其他3种职业相比差异

均有非常显著性(P<O．01)。农民、学生、城镇居民

3种职业的感染率差异无显著性(P>0 05)。

(5)健康状况与感染的关系：在县医院确诊患有

肝炎、糖尿病、关节炎及发热、贫血等疾病的151例

病人中，检出附红体阳性者15例+阳性率为9．9％。

无严重疾病史、目前基本健康者567人，附红体阳性

30例，阳性率为5．3％，两者相比差异有显著性

(f=4．375，P<o．05)。

表3 不同职业人群与附红体感染的关系

2家畜及动物间的附红体感染调查：对郓城、垦

利、沂水、济南四县(市、区)的羊、牛、鼠进行了附红

体感染调查。其中郓城检测羊48只，阳性13只，阳

性率为27．1％；牛26头，阳性l头，阳性率为3 8％。

垦利羊42只，阳性3只，阳性率为7．1％。沂水羊

48只，阳性4只，阳性率为8 3％；牛5头，均为阴

性。济南羊29只，阳性6只，阳性率为20．7％。全

省羊的附红体总感染率为15．6％(26／167)，牛的总

感染率为3．2％(1／31)。另外，调查沂水野鼠26只、

济南野鼠88只，结果感染率为零(0／114)。从调查

结果看，郓城羊的附红体感染率最高，4个调查点的

羊均有感染，牛的感染率较低，鼠的感染率为零。

3．人、畜附红体感染的强度：在调查发现的57

例附红体感染者中，重度感染者2例，占3 5％；中度

感染者1l例，占19．3％；轻度感染者44例，占

77 2％。26只感染羊中，重度感染1只，占3 8％；

中度感染5只，占19．2％；轻度感染20只，占

76 9％。1头感染的牛为轻度感染。

讨 论

自从附红体病在我国发现以来，人畜间感染相

继都有报道，尚德秋等M1于1993年对我国部分地区

人畜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，侯金风等17’于1992年对

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了该病的调查，结果表明，此病

在我国分布十分广泛。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，山东省

广泛存在着附红体的感染，但感染率普遍低于已报

道的江苏、内蒙等省份，这些地区的感染率高达

80％～90％I 7mJ，我省不同地区的感染率差异也很

大，这可能与各地调查人群的一般情况(如职业、健

康状况等)不同有关。结果还显示，男女性别分组感

染率差异无显著性，这与国内外有关报道是一致

的¨J。本次调查人群年龄分布在l～94岁，划分的

4个组中，青年组感染率最高，壮年组次之，20岁以

下年龄组感染率最低，与上述文献报道的结果有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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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异。我们认为年龄组感染率的差异与该病传播途

径有关，青壮年接触牲畜及野外作业较多，而老年

组、幼儿及少年组接触较少。关于该病的传播途径，

主要以接触、昆虫媒介、血源、垂直4种方式为主，有

文献报道附红体感染与性别、年龄无关，而与动物传

染源接触的密切程度相关【6·⋯，本次调查结果所显

示的职业与感染的关系，也同样证明了这⋯论点，屠

宰工感染率最高，与农民、学生、城镇居民感染的差

异有高度显著性，这些与有关文献报道的结果是一

致的。本次调查r部分有肝炎、糖尿病、关节炎等慢

性病史及有发热、贫血症状的人群，他们的附红体感

染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，这一点亦与国内外有关报

道相一致。说明机体健康状况以及免疫状态对附红

体的感染有影响，更加证明了附红体是条件致病菌，

在机体抵抗力下降时，附红体感染率上升，甚至发

病-6-1⋯c

我省羊的感染率较高，以郓城最高，不同地区的

人群感染率也是郓城最高，两者是相符合的。牛的

感染率较低，仅有一头为阳性。调查一部分野鼠，其

结果未发现有附红体感染。从结果看出人畜间的附

红体感染强度都不是太高。

本次调查证实了山东省人畜问存在附红体的感

染，为附红体病的认识和防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。

·36l

(本文承蒙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

所尚德秋教授、李兰玉副主任技师指导，表示衷心感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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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腮腺炎爆发调查

戚峰海热古丽·加帕尔 船l

2000年5月15日至6月15日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什

库力乡什库力小学发生一起腮腺炎爆发，我们及时奔赴现

场．对全乡0～15岁的儿童及围绕什库力小学的12村和】4

村的所有人员开展流行病学调查，依据腮腺炎的流行病学特

点投临床表现确定诊断．对病人采取隔离治疗等有效措施后

疫情得到控制。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。

l流行病学特点及临床表现：(1)流行时间及强度：此次

嗯腺炎爆发始于5月15日，6月1日病例数上升，5日达高

峰．15日疫情终止，共发生病例30l例，发病率为125_88／10

万，其中什库力小学发病269例，占病例总数的86 36％(男

生142例，占52 79％；女生127例．占27 21％)，经统计学处

理，男女生发病差异无显著性。(2)年龄与性别分布：患者最

作者单位：s440。O新疆喀什地区卫生防疫站劳动卫生科

·短篇报道-

小年龄l岁，最大年龄50岁，l—14岁儿童发病295例．占病

例总数的98 01％，男：女为l：1 09。(3)地区分布：此次疫情

波及到什库力乡12村及14村。(4)临床表现：发热，头痛，

食欲不振，全身不适．颁下腺肿大，皮肤局部发亮，但不发红，

可触及椭圆形肿大的腺体。

2．讨论：本次腮腺炎爆发，98．叭％的病例集中于什库力

乡的12村及14村，而且什库力小学占首位，其原因：①该多

人民生活水平较低、卫生条件差，未开展腮腺炎疫苗接种，致

使人群普遍免疫力差。②恰逢“六一”前夕，集会较多，给疾

病相互传染带来有利条件。本次疫情的出现提示：广大群众

卫生知识贫乏，对传染病危害的认识不足．需要卫生防疫人

员及乡村医生更加努力，积极开展卫生宣传教育，提高人群

的卫生知识水平和防病意识，防止传染病发生和蔓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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